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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一直以来，人们都向往

山清水秀、清爽闲适的生存空间。然而，当下随着工业化

的推进，古人推崇的山水田园式的生活却成为人们的奢

望。因为人类为了生存，为了更好的生活来到城市，在大

力发展城市繁荣经济的过程中，也破坏了环境，带来了污

染，广大的城市居民也成为破坏与污染的最大受害者。据

报道，现在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灾害问题、雾霾问

题、水污染及土地污染问题都非常严重，生存环境在不断

恶化，全国 600多个城市，就有 300多个城市缺水，100多
个城市严重缺水。显山透绿、云水相依的生活环境和我们

渐行渐远。在我们生活的城市——江城武汉，也面临着环

境恶化、污染蚕食我们美好生活的困境。

一、保护环境，已经成为武汉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

在我们生活的武汉市，大江穿城、湖山相映，天然环

境优势明显，大江大湖大武汉已经成为我们这座城市的

美誉。但近年来，武汉也明显出现了水环境恶化、雾霾横

行、建设用地扩张侵蚀农田、植被覆盖度不断下降、市容

环境不尽如人意以及大建大拆引发的污染环境等诸多问

题。资料显示：

1. 武汉市水域面积在不断减少。从 1950年到2010年
武汉市水域面积减少了近一半，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大
规模的城镇化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侵占了很多湖泊水域。

由于大量的沿江沿河开发、大量的污染物排放，也导致了

水体连通性减弱，生态功能退化，自净能力降低，目前水

体水质多数在Ⅳ类以下。
2. 生态用地被侵占，生态底线不断恶化。各种生态用

地尤其是农业用地被侵占的代价小，在城市快速发展的

过程中也容易被建设用地挤占、替代。2004 ~ 2010年间，武
汉市主城区周边农田被侵占现象十分严重，植被覆盖度

也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城市的生态底线也有不断被突破

的趋势。

3. 城市空气污染严重。2013年，武汉市空气优良率
43.84%，仅为 2012年空气质量优良率的一半，全年有 205
天处于不同程度的污染之中。其中，重度污染及严重污染

的天数高达62天，也就是说，我们的市民一年中有长达两
个月的时间生活在空气质量指数超过200的恶劣环境中，
且空气质量还有不断恶化的趋势。

4. 市容市貌较差。在全国的大城市中，武汉的市容市
貌给人的感觉大多是“脏、乱、差”。为此，2011年，武汉掀
起了一场“城管革命”，要求市容市貌3年内实现根本性变
化，实现“国内一流、省内最优”的目标。尽管我们也完成

了“城管革命”的达标年，市容市貌有所改观，但仍然达不

到“道路干净整洁、交通畅通有序、市容简洁清爽、景观精

致靓丽”的标准。

5. 建设工地多，降尘量大。目前武汉三镇同时开工的
有 5 000多个建设工地，此外，还有大量的旧城改造和城
中村改造的拆迁工地。房屋拆迁、建筑裸土、渣土运输漏

撒成武汉扬尘污染的三大主因。近 5年来，武汉市平均每
天每平方公里的降尘量达381公斤，比广东等省的地方标
准要高出114公斤。以武汉市中心城区面积 500平方公里
来计算，5年来，武汉市平均每天的降尘量维持在近200吨
左右，载重量10吨的大卡车足足要装20辆。
二、自觉行动起来，人人都成为城市环境的守护者

我们如何改变无序蔓延的城镇化进程？如何找回昔

日的绿水青山？如何改善糟糕的市容市貌？如何走一条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目前，湖北省及武汉市已经开展了饮用

水水源保护行动、空气质量改善行动、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零容忍”行动等，市民的环保意识有所提高，城市环境质

量有所改善，但在环保的道路上，还需要我们：

1. 做好城市规划。在城市空间规划中，确定武汉发展
的底线空间，给予严格的生态保育与控制，禁止任何形式

的开发与建设，并通过立法形式对规划的执行进行严格

曾澍瑞

（武汉市育才高中 武汉 430010）

积极保护江城环境 共筑宜居幸福之城

【摘要】近年来，江城武汉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雾霾、水污染、土地污染等问题严重，保护环境已成为武汉刻

不容缓的历史使命。只有自觉行为起来，人人都成为城市环境的守护者，才能实现共筑宜居幸福之城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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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避免城市建设的无序蔓延蚕食绿色公共空间。规划

建设郊野公园、街头绿地、环湖绿道、小型公园、社区绿地

等多级生态系统，实现居民出行10分钟见绿、15分钟见湖
的目标，打好市容环境的生态基础。

2. 注重生态保护和治理。要通过立法对重要的生态
资源进行保护，要加大投资力度进行污染治理。作为“百

湖之市”，可以以湖泊的保护为突破口，环保部门要对在

湖边新建的项目进行严格审查把关。积极进行湖泊治理，

改善水质，按照“一湖一景”的思路，打造怡人的市民亲水

空间。加大湖泊保护宣传教育力度，发动广大市民开展湖

泊保护活动，培养全市人民的知湖、爱湖、护湖意识。另

外，要大力开展雾霾天气治理工作，将碧水蓝天还给广大

市民。

3. 发展环保型产业。加快两型社会建设，大力发展循
环经济，将工业“三废”合理利用，少排污、不排污。推进电

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先进制造等少污染或

无污染的高新技术产业实现规模化发展。突破发展商务

金融、商贸物流、旅游休闲、健康养老等现代服务业，让武

汉从一个工业城市转变为服务城市，让环保从源头开始。

4. 改变生活方式。注重提高自身素质，做文明市民，
自觉为市容市貌的改善尽一份心，自觉为城市魅力的提

升出一份力。不断完善公共交通网络，提倡绿色出行。逐

步形成水、电、天然气的梯形价格，使市民自觉减少水、

电、天然气的使用，减少生活排污。

三、结语

城市是我们共同的家园，美好环境需要我们大家来

呵护和守望。保护环境与城市建设和发展是一个有机整

体，城市的环境保护应该融入到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中去，

应该融入到市民的生活中去。只有全社会的参与，全方位

的治理和保护，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才能萦绕在我们周

围，宜居幸福之城才能使我们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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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任以来，面对我国经济发展

中存在的投资过热、产能过剩、出口壁垒、债务危机、银行

钱荒等考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制度改革，力图转型经济

结构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英国巴克莱资本公司将李克

强总理为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社会进步而采取的经济计

划措施称为“Likonomics”，即“克强经济学”。
本文基于“克强经济学”视角，在充分剖析高校发展

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基础上，试图发现“克强经济

学”对高校发展的指导意义，从而为高校提高办学效益、

改革管理体系、控制债务风险提供政策建议。

一、问题提出：高校发展中面临的难题

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比例首次突破4%，教育经费投入力度之大、增速
之快举世瞩目，教育这一基本民生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

的重视和扶持。

作为各系列教育中最高层次的高等教育，自然也饱

受恩泽。众所周知，许多高校特别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其

年收入甚至超过西部地区欠发达城市，庞大的资金流量

体系使得高校已经成为富可敌邦的经济综合体。

然而，在当前教育经费投入呈现跨越式增长的局面

下，我国高校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发展进步缓慢，许多

高校在追求经费投入的同时，由于缺乏科学发展战略规

划，导致增量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效益很低，世界性大学依

旧只是清华、北大，要想读好大学只能在北上广。二是教

“克强经济学”在高校发展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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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克强经济学”是当前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它被用来代指李克强总理推行的一系列经济增长计

划。本文在分析高校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克强经济学”的理论涵义，试图将其核心思想引用到高校发展之

中，为进一步提高高校办学效益、深化创新改革机制提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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